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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慈善思想与慈善活动源远

流长。先秦时期儒家的仁爱、大同思想构筑了中华慈善文化的价值和

理念基础。汉魏以后又逐渐融入佛、道两教的劝善思想，助推民间社

会慈善活动的普遍兴起。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民间慈善事

业的发展臻至繁盛，各种善书刊布流行，善会善堂林立，善人善事层

出不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和宗教思想传入，中华慈善文化汲纳

了近代西方公益理念，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慈善事业与慈善文

化既是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是现实中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可或

缺的内容。 

  综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已经出版的慈善方面的理论研究

成果，除仅有两三部通史类慈善简史外，其他多为专题性、区域性和

断代史方面的慈善史著作，缺乏一部能够反映中华慈善事业发展全貌、

展现中华慈善文化特色的《中国慈善通史》。基于这种认知，我们整

合了湖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河北师范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12 所高校的优势资源，组建联合攻关学术团

队，于 2011 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经

过 7 年的努力，于 2018 年 11 月结项，再经过两年多修改，最终成果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慈善通史》以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

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主要内容涉及各个时期的慈善思想、慈善人物

（慈善家）、慈善组织（机构或设施）、慈善制度（含法令政策）、

慈善救助活动等。其总体框架由总论、古代慈善事业、近代慈善事业、

当代慈善事业四大部分构成，共八卷。基本研究思路是注重纵横和点

面两个方面的结合。首先，按历史上朝代或政权更迭演变序列，以便

能够比较全面而明了地反映中国慈善事业的历史概貌与发展脉络，既

交代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背景，也论述慈善事业的内容，又评析其作

用、影响。其次，在各卷内容的择取上，依据各历史时期现存的第一

手或初始史料（如历代正史、会要、政书、类书等典籍以及明清以后

的征信录、报刊等），对各时期慈善人物、慈善机构、重大慈善事件

等加以系统研究，以求条理分明，始末清晰；同时也考察历代在制定

慈善政策及实行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比如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慈

善仁政的论说，各朝君主帝王相关的诏谕旨令以及大臣的奏章文札等，

以求能多方位、多侧面地反映各历史时期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思想动

向与发展态势。 

  《中国慈善通史》遵循中国慈善事业本身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实

事求是地分析不同时期慈善事业产生的因由，客观地叙述其内容和特

征，公允地评价其作用和影响。慈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

总体来看，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民众生计的维系起

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慈善史既然是史，就其主基调而言，应该历史地

看问题。同时，慈善事业又涉及社会学、管理学、哲学、法学等多学



科的相关理论知识，故慈善史还是一个以历史学为主兼容其他学科的

综合性研究，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就要充分借鉴和融合相关学科的理

论，采用多种手段的研究方法，力求客观、历史地还原不同阶段慈善

事业发展的真貌。 

  在研究进程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四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是必

须充分吸收学术界现有的慈善史研究的成果；二是必须发掘全国资料

收藏部门可供研究的慈善史文献资料；三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学术

界现有的慈善史研究资源合力攻关；四是必须制订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的研究计划与方案并付诸实施。这些无疑是《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应

当着力突破的重点。此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作为一部通史，既要

贯通古今，又要通中有专；既要有纵向的历史追溯考察，又要有横向

的分述比较。还要立足整体史的视角，转换断代史的研究思维，拓展

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时空，对其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整体性探讨。 

  《中国慈善通史》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全方位且系统化梳理中国慈

善事业发展历程的学术力作，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既

匡正以往研究的不足，也围绕前沿性问题展开探索：一是从概念层面

重新考述和界定“慈善”等核心词语的源起、流变与内涵。课题组专

家从语源学角度考证出慈善一词最早出自约公元 3 世纪的佛经译典，

从内涵与外延、历史与现实等多重视角重新界定慈善概念，并对慈善

与公益、慈善与社会保障的联系和区别展开讨论；从概念流变视角考

述“慈善”“公益”等词语在近代中国的形成、演变及普遍运用的历

程，认为近代含义的“慈善”术语始见甲午战前的报章，系受西方影



响而由日文译介传入，及至日俄战争前后在朝野上下得到普遍使用。

二是提出并阐述中国慈善事业的两次历史转型问题。中国慈善事业从

传统向近代转型，起于晚清义赈，突出特征是慈善“民间性”，形成

一种东西新旧交错并存的慈善事业过渡格局；中国慈善事业的当代转

型，始于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突出特征是“全民慈善”，目前尚

在发展当中。三是认为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传统慈善事业的主体深受

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影响。传统慈善的主体经历了单一到多元的演变历

程，从最初单一的国家慈善（官办慈善）到国家慈善为主、宗族慈善

为辅，再到宗教慈善蓬勃兴起、宗族慈善日趋发展，民间慈善的内容

不断丰富，主体作用日益凸显。四是认为从两宋到明清，中国传统慈

善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渐而进入鼎盛阶段。两宋时期形成以士绅为主

导、以灾荒慈善为基础、以济贫慈善和公益慈善为发展方向的慈善文

化新传统，其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明清时期，官府大力扶持民

间慈善事业，慈善机构名目繁多，官绅商民多方共济，救助范围覆及

社会各方，并受传教士在华善举影响而出现新的历史特征，慈善事业

整体上呈现出繁盛发展局面。五是从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

展进行系统研究。 

开展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展现数

千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兴盛发展、绵延相续的面貌，揭示历史时期慈善

组织运作实况及其社会影响，反映中国慈善制度的变迁历程，挖掘和

梳理中华慈善文化的精髓及其当代价值，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总结整理，为当代慈善事业在社会建设中更好发

挥作用提供借鉴。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22 年 11 月 14 日，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慈善

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 


